
国学热已经 !蔓延" 中国
大地十多年# 如今 !国学" 已
然成为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符
号$ 在国学普及的进程中# 一
方面可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意
义 # 纠正

!"

世纪特殊条件下
形成的错误文化观念% 另一方
面可将中国经典古籍所蕴含的
优秀文化以通俗的形式& 通过
各种渠道传播给大众 $ 可以
说# 国学热给传统文化的传播
孕育了市场 # 也创造了机遇 $

在社会道德价值亟需重建的当
代# 国学热有它的积极意义$

然而# 当我们深入观察后
发现# 国学热所伴生的良莠不
齐& 泥沙俱下的现象# 也不得
不引起我们的重视$ 在如今的
国学大潮中# 此类现象比比皆
是 ' 着不知何朝 & 何代的戏
袍# 诌几句之乎者也# 三跪九
叩有之 % 羽扇纶巾 # 掐指卜
卦# 大谈命理开运的有之% 自
命圣贤 # 开宗立派山头的有
之% 置基础教育规律不顾# 弄
个复读机 # 大量读经者有之 %

假国学之名# 圈地大搞房地产
的有之((我们国学复兴的初
心是什么) 真值得三思$

基于个人安身立命的需要
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普及的美
好愿望 # 从

!"#"

年开始 # 笔
者尝试做一些国学传播和推广
工作 # 通过政府公共文化部
门& 社会组织与中小学生家庭
三者联动# 创建 !星期六国学

亲子共修公益项目 "$ 目前在
上海三个区设立了我们的 !道
场" ***在公共图书馆建立了
教学基地# 以家庭为单位传播
和推广国学# 现在已有

!""

多
个家庭参与到国学的长期课程
中来 $ 笔者自

!"$%

年起兼任
上海市儒学研究会秘书长# 结
合个人长期教学 & 传播的实
践# 本着更好地传播和推广国
学& 实现 !天人共美& 人人共
美和美美与共" 的心愿# 做了
一些思考$ 国学应如何传播与
推广) 我认为应提出三个关键
词' 警惕& 路径和抓手$ 抛砖
引玉# 留待方家大德指正$

关键词一! 警惕

现代人谈论 !国学 "# 其
实是一个近代才产生的概念 #

它与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
有关 # 与 !国将不国 " 有关 $

国学概念虽已沿用了一百多
年# 但其内涵却因不同理解产
生不同的解释 $ 在笔者看来 #

近代以来# 国人使用的国学概
念大致来说有三个基本不同的
维度' 一是作为政治*伦理制
度的国学# 二是作为思想*文
化的国学 # 三是作为社会生
活*心灵生活的国学$ 这三种

国学基本面以求真& 向善和崇
美为内在要求# 以救亡和启蒙
为双重任务 # 致力于民族独
立& 学术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实
现$ 百多年来的实践证明# 只
有这样# 国学才能有真正的生
命力# 才能长远发展$

当前的国学传播和推广出
现的一些问题和倾向# 有违背
国学求真& 向善和崇美这一内
在要求# 妨碍着民族独立& 学
术自由和个人解放的实现# 这
些问题和倾向需要我们认真对
待# 加以警惕$

警惕之一! 警惕国学传播

和推广导致过度的民粹性民族

主义倾向"

!国学热" 的产生和出现
有一个深刻的历史背景# 那就
是 !文化大革命" 结束后# 人
们逐渐发现原来阶级斗争占主
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是空洞的 &

说教的# 旧观念被抛弃# 而新
的观念缺位$ 国学的复苏# 正
好弥合了这一缺位$

然而# 当国学背负了某些
政治意涵与增进爱国主义& 凝
聚民族精神的诉求过度结合 #

一旦过度# 便出现民粹性民族
主义倾向$ 我们在一些社会群
体及报章中# 屡屡看到有媒体
或个人借助国学鼓吹一种非理
性的亢奋的民粹性民族主义情
绪$ 这种过度的民粹性民族主
义国学倾向是有害的# 是好了

伤疤忘了疼$ 不要忘记# 我们
的民族曾经也是因自大& 落后
而挨打的民族$ 近代学者之所
以倡导国学# 就是希望重建民
族自信& 实现民族独立# 以自
由& 平等和宽容的民族精神走
向世界# 而不是宣扬过度的民
粹性民族主义# !害人害己"$

警惕之二! 警惕国学传播

和推广的庸俗化# 鸡汤化和极

端化的倾向

前面# 我们提到国学教育
的根本目的和内在要求是' 求
真& 向善和崇美# 只有这样的
国学才是真正的国学# 只有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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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料图片

肖特威尔的 !反对纯粹 "

意味着从来没有可能回到原生
状态 # 不论是精神上的伊甸
园# 还是各种神奇改良剂承诺
的身体上的轻盈# 还是所谓的
前种族状态# 不存在没有奴隶
制& 强制劳动& 殖民& 种族灭
绝及其可能的历史$ 如果没有
和复杂的痛苦建立联系# 我们
的衣食住行和能量供给都无从
保障$

是时候重估 !纯粹 " 了 '

一片白茫茫的大地并不意味着
干净 # 从来没有什么重新开
始$ 但像所有喜欢批判理论的

人一样# 肖特威尔相信# 从来
都有希望的资源# 所以从来都
有新的未来$

这个时代还需要编

辑吗$

这个问题的答案在未来 $

+卫报, 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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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发
布年度文学月历 # 新一年里 #

有关编辑& 出版的英文书至少
有两种' +伦敦书评, 资深文
学编辑卡尔-米勒之子写的父

亲 回 忆 录 + 父 亲 们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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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 # 将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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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% 同一个月# 编辑亚德里
安-爱迪生的 +每日邮报史 ,

也将出版$

这个问题的答案当然也在
历史$ 传奇编辑戈特里布的自传
+热情读者 , .

2345 6,)5,-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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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的非虚构"% 彭博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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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受
欢 迎 的 书 " % +国 家 评 论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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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最佳图书 " ((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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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也是一个关于编辑出版
的书不断出版的年份# 像以往任
何一年一样$ 比如# 在 +滚石,

+君子, +体育画报, 都供职过

的资深编辑麦克唐纳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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瑙夫出版社$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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迪谈希钦斯等文章结集的 +名利
场作者谈作者,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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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妨用 +热情读者, 里的
一个故事为这部分的答案做注
脚 $ 以阅读为信仰的戈特里

布# 从小就眼高于顶# 在他眼
里# 除了哈佛以外的大学都不
算大学 # 除了艾米莉-勃朗特
以 外 的 勃 朗 特 都 不 算 勃 朗
特***如此傲娇的人# 当 +国
家 , 杂志盛赞他为编辑约翰-

契弗日记做的工作时# 他却说
出了这段话# !他说 2自 +天
使望故乡, 以来还没见到过这
样出色的编辑工作 3$ 我想我
这一代的任何编辑# 不论多么
谦虚的编辑# 都无法抵挡这样
的夸奖' +天使望故乡, 的编
辑麦克斯-珀金斯虽然去世已
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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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# 仍是编辑传奇中的
传奇$"

!

"

%上接
(

版&

#%下转
$

版&

专题

警惕!路径和抓手" 国学传播和推广的三个关键词

李耐儒

在国学普及的进程中!一方面可阐发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!纠正
!"

世纪特殊条件下形成的错误文
化观念"另一方面可将中国经典古籍所蕴含的优秀文化以通俗的形式#通过各种渠道传播给大众$

笔者结合个人长期教学%传播的实践!本着更好地传播和推广国学#实现&天人共美%人人共美和美
美与共'的心愿!做了一些思考$


